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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知與實務上，亦經過此種由狹隘到廣泛的過程演進。在歐、美、日等國家，企業社會公民的觀念已成

為共識；然而在台灣，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觀念尚處於萌芽階段。因此，當國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不斷日新月異地發

展之時，台灣的企業卻仍停留在慈善事業與成立基金會的層次。 隨著地球暖化及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受到重視，世界各國

對建構綠色文明的重要性及環境保護的相關配套也愈來愈加完備，不論是制定有利於環保的綠色產業政策，財稅政策，或

加強環境保護的立法及健全管理體系，以促進人和自然的合諧共處，也已紛紛成為各國現在及未來的重要施政方向，也因

此，新政府正積極檢討整體經濟方向與推動新一波稅制改革之時，企業本身更需積極實踐永續發展與永續產品開發設計。 

正因如此企業對於永續產品開發與設計之需求更是接踵而，但是在永續設計發展的過程中，相對於一般企業對於永續產品

開發之情況何意願仍然是呈現於被動狀態，積極行動的態度卻還是來的薄弱，由於受限於法規上之限制使得永續產品在設

計開發初期及過程中來的更為複雜，但是在市場的獲利程度及影響力卻不得而知。 永續產品開發因應對策模式將有利於解

決企業於開發永續產品過程中所遇到之繁雜重複性問題，亦可對於未進入永續產品開發之企業給予大略性的了解及建議，

以利於進行永續設計開發並增加研發後的獲利及減少開發綠色產品本身的風險。 本研究針對利用專家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

搭配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來探討永續產品設計開發之趨勢與實施情況，在設計研發後對整個市場的影響力，並給予更詳細

準確且有效的分析，來評估決策因素，包含永續產品開發趨勢及永續產品開發因應對策模式，其中包括對永續產品開發情

況調查，對於企業在永續開發之情況實施在下，由社會福利、環保、永續性⋯等各方面來做探討，並對照企業在企業社會

責任之下企業在永續產品開發意願情況給予評估，透過因素分析法來萃取永續開發情況與永續開發意願之因素分析，在得

到的指標數值上給予評估永續產品開發設計情況對策，並將訪談企業永續產品開發與意願所得數據加以利用層級分析法加

以探討，結合永續產品開發趨勢，並建立永續產品開發因應對策模式，使永續產品可以更加穩定開發並建立完整的開發因

應對策模式，徹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永續產品設計開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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